
电力工程设备招标程序及招标文件范本

第Ⅲ部分（评标办法）

第Ⅲ部分评标办法

　　1一般规定

　　1.0.l评标必须遵循公平、公正、科学、严谨的原则。

　　1.0.2评标应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内容进行。本办法第4、5、6、7、8、9款规定了评

标一般应考虑的内容和办法。

　　1.0.3本办法的评标对象是指投标人担招标文件要求提供的有效投标文件、包

括应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要求投标人提出的对原投标文件的正式书面澄清文件。

　　2组织机构与职责2.0.1由招标代理机构商招标人组建评标小组。主机和主要辅

机设备招标的评标小组由项目招标领导小组确认，并接受其领导。

　　2.0.2项目招标领导小组指定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负责秤标的组织工作。

　　2.0.3评标小组一般由项目法人、招标代理机构、工程设计单位及聘请的专家组



成，总人数为5人以上单数，其中受聘专家一般不少于2/3.评标小组可根据情况分

商务组利和技术组。每个组设组长l一2人，负责召集及评标意见的归纳整理工作。

　　2.0.4受聘专家原则上应具有高级职称且具有较高专业技术水平。技术专家应

熟知本专业有关设备的国内外技术水平及发展状况；经济专家应熟知有关法律、法

规，有实际商务工作经验。受聘专家由招标代理机构商招标人从电力设备评标专家

库中聘请。与投标人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不得进入评标小组。

　　2.0.5招标人可根据实际情况，为评标小组配备必要的专业人员，开评标小组

专家的指导下，完成投标文件有关资料的汇总整理工作。

　　2.0.6技术组和商务组应相对独立工作，但技术组有义务向商务组提供其评标

所必须的资料，商务组也有义务与技术组核对投标人的技标范围等内容。

　　3评标程序

　　3.1评标工作应在评标后进行一般按下列程序：

　　3.1.1阅读标书，整理资料

　　3.1.l.l评标小组各分组分别阅读示书整理资料，详细列出主要技术数据、性

能和商务条款对照表及偏差表。

　　3.1.1.2对投标文件中不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不明确之处进行专门标注和记录，



整理出需要投标人澄清的问题。

　　3.1.2澄清

　　3.1.2.1根据情况，评标小组可以要求投标人进行必要的澄清，澄清一般以召

开澄清会的形式进行，经批准也可采取其它形式进行澄清。

　　3.1.2.2澄清后应以有效的书面文件（有授权人签字或法人公章及日期）作为

投标文件的有效补充材料。

　　3.1.2.3澄清不得对原投标文件做实质性修改。

　　3.1.3初步评价3.1.3.1如对投标人的资质没有进行预审，首先要对投标人进行

资格审查排除不合格的厂商。

　　3.1.3.2评标小组对投标文件进行审查检查投标文件是否对招标文件做出厂实

质性的响应，投标文件与招标文件有无实质性偏差，以确定其是否为有效的投标文

件。对于投标文件与招标文件的主要技术和商务条款有实质性差异和/或背离或价

格超出标底值规定范围（一般为+5%或-5%，以具体值可根据设备品种的情况而定）

的投标人应予以排除。但进入详评阶段的投标人一般不应少于两家。各投标人投标

价格均超过标底值5％时应按废标处理并重新招标。

　　3.1.4详细评价



　　对投标文件的详细评价按两条线进行，即技术详评和商务详评（见5款和6款）。

　　3.1.5综合评标

　　（见6款）

　　3.1.6编写评标报告

　　（见7款）

　　3.1.7定标

　　（见8款）

　　3.2对于某些大型及复杂设备的公开招标，可采用先开投标文件的技术部分和

不含报价的商务部分，经过对投标文件的澄清后，投标人报价，再开价格标。之后

再按上述程序进行评标。

　　4技术评标

　　4.1评标因素

　　评标内容应根据设备特点确定。一般为容量/能力（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经济

性能（热耗、电耗、效率）、供货范围（含备件）、可靠性、主要参数和重要性能招标



寿命（包括易损件）、结构/配置特点（包括材料）、运行特性、检修条件、服务、制

造质量和供货业绩多。

　　4.2技术评分

　　4.2.1评标因素中不能以金额合理计算的，一般采用打分的办法。设备可靠性

一般按其近三年的情况考虑。可靠性评价时可参考电力部可靠性中心发布的有关数

据制造质量评价可参考电力部成套局每年编发的有关设备质量问题资料。以及电力

部／国家电力公司有关部门发布的资料。

　　4.2.2根据各投标人的技术投标情况，选择其主要内容作为评标因素。评标因

素的选取应从实际效果出发，但不宜过多。

　　4.2.3根据各因素的重要程度合理确定每一因素所占的权重，技术评分采用百

分制。

　　4.2.4具体评标因素由招标代理机构提出，评标小组可根锯工程实际情况对其

进行适当调整，并须经招标人确认，此工作一般应在开标前完成。

　　4.2.5技术评标的最终评分，取所有参加评分专象独立打分的平均值。

　　4.3经济计算

　　4.3.1凡可以金额合理计算的评标因素均应按其保证值计算成金额。投标人提



出的保证值，应有同类设备的实测数据证明，否则评标专家应分析其保证值的可信

度。

　　4.3.2按已确定的单位容量/能力的价值折算因能力差异而使投标价增加或减少

的金额。

　　4.3.3经济性能

　　4.3.3.1按汽机热耗、锅炉效率及其它设备效率的差异折算投标价增加或减少

的金额。

　　4.3.3.2根据电耗（厂用电率）的差异按‘成本法“或”煤耗法加补偿装机

“折算投标价增加或减少的份额。

　　4.3.4对投标人的详细供货范围和进口部套件进行确认，提交商务组。

　　4.3.5当采用6.1.3.2和6.1.3.3款规定的办法进行综合评标时可将按52款的方

法计算的各投标人设备技术评分差值合理换算为金额。根据投标总价、技术复杂程

度由评标小组确定的每一分值的金额。

　　5商务评标

　　5.0.1投标人应校招标文件规定的币种进行报价。若报价币种与招标文件规定

不符，则对各投标人提供的不同币种的报价按开标前一天国家公布的汇率（卖出



价）折算为招标文件规定的币种报价。汇率风险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5.0.2对各投标人的融资、付款方式和付款条件按现值法折算至同一基准。

　　5.0.3以设备到达安装现场为基准折算各投标人的运输、仓储、税、保险费用。

　　5.0.4调整各投标人的供货范围（包括备品备件）至同一基准。增加或减少的

供货范围的设备价格按本次招标其它投标人相应项目的最高报价或最新相同或类似

设备合同价格或估价折算，调整投标价格。

　　5.0.5对各投标人的设计、技术服务、人员培训费用等折算至同一标准。

　　5.0.6根据各投标人报的价格增长指数调整交货年度至同一基准。

　　5.0.7按招标文件规定，计算其它需评价的商务费用。

　　5.0.8以报价为基础，计算出商务评价。

　　6综合评标

　　6.1综合排序

　　6.1.1根据商务组和技术组的评标结果，由被指定负责组织评标的招标人和招

标代理机构人员组织技术组和商务组的组长等共同进行综合评标，提出预中标人顺



序，听取项目招标领导小组。

　　6.1.2进行综合评标时应避免纯技术或纯经济的倾向。

　　6.1.3综合排序原则

　　6.1.3.1评标价格低且技术评价分高者优先；评标价格相同而技术评分不同时，

技术评分高者优先；评标价格不同而技术评分相同时，评标价格低者优先。

　　6.1.3.2评标价格高且技术评分也高或评标价格低且技术评分也低时，排序可

采用下列方式：

　　当技术评分相近，评标价格相差较大时，评标价格低者优先；

　　当技术评分相关较大，评标价格相近时，技术评分高者优先；

　　价格“相近”和分数“相近”尺度由评标小组提交项目招标领导小组确定，一

般可控制在评标价和技术评分的1％－2％范围内。

　　6.1.3.3对技术评分和评标价格，当有条件时也可以转换成同一形式进行综合

排序。

　　6.1.3.4当技术评分相近，价格也相近时，评标小组提出评标意见，报项目招

标领导小组决定。



　　6.1.3.5对推荐的预中标人的资格应进行复审确认，并将复审确认结果写入评

标报告。

　　7编写评标报告

　　7.0.1评标小级负责编写评标报告，内容包括评标过程，评标人员组成情况及

签字、主要技术性能数据、分项报价及评标价格表、技术评分表、主要技术特点和推

荐意贝及资料审查情况等。

　　8定标

　　8.0.1项目招标领导小组按电力工业部电计[1997]23号文的规定定标或报批。

　　9.保密原则

　　9.0.1参与评标的人员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保密的法律、法规和规定，严格自

律，并接受上级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的审计和监督。

　　9.0.2在规定的时间和范围内，评标情况和评标结果保密，任何人不得泄漏。

　　9.0.3评标小组成员不代表各自单位，没有向各自单位汇报评标情况的权利和

义务。



　　9.0.4在综合评标前，商务组和技术组不应互通有关价格和技术评分的信息。

　　9.0.5在评标期间，任何人不允许把投标文件及其汇总材料带出评标指定地点，

该材料应有专人保管和发放，使用者评标完成后如数交还。

　　9.0.6如违反上述规定，应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